
 

 

天然气分布式——下一个增长点 

   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给传统的化石能源利用增加了互联网基因。开放共享的能

源互联网生态环境，能源综合效率明显改善，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提高，化石能

源清洁高效利用取得积极进展，大众参与程度及用户体验大幅提升，有力支撑能

源革命。主要表现为： 

  第一，有利于推动清洁及可再生能源智能化生产与清洁替代。鼓励用户侧建

设冷热电三联供、热泵等综合能源利用基础设施，提高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综合利

用水平;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的协同生产，推动对散烧煤等低效化石能源

的清洁替代;鼓励建设与化石能源配套的电采暖、储热等调节设施，增强供能灵

活性、柔性化，实现化石能源高效的梯级利用与深度调峰;加快化石能源生产、

管理和调度体系的智能化改造;建设市场导向的生产计划决策平台与智能化信息

管理系统，实现化石能源需求侧与供给侧的高效匹配，实现供应链运营集约高效。 

  第二，推动分布式储能将与利于区域微网形成完整闭环。开发储电、储热、

储冷、清洁燃料存储等多类型、大容量、低成本、高效率、长寿命储能系统，将

有利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形成微网完整闭环。推动建设小区、楼宇、家庭应用场

景下的分布式储能设备，实现储能设备的混合配置、高效管理、友好并网。 

  第三，加快推进能源消费智能化与低排放社区试点建设。鼓励建设以智能终

端和能源灵活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家居、智能楼宇、智能小区和智能工厂，支

撑智慧城市建设;普及智能化用能监测和诊断技术，建设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服务

平台;构建以多能融合、开放共享、双向通信和智能调控为特征，各类用能终端

灵活融入的微平衡系统;建设家庭、园区、区域不同层次的用能主体参与能源市

场的接入设施和信息服务平台。 



 

 

   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在国际上发展迅速，但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。我国开

始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仅十余年，装机容量占比不足 1%。这与世界各国总发

电量中约 10%来自分布式能源的比例相比很低。 

    从分类上看，区域式项目主要在大型社区和工业项目中发展，楼宇式项目成

为提高建筑能效的重要选择。从分布上看，呈现点状集中，仅在北京、上海、广

东等资源充足、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快。从性质上看，多为政府主导的示范项目、

城市地标项目。从效率上看，与燃煤的传统火电和供热相比，物理能效较高、经

济能效较低，且前者改善程度高于后者。从数量上看，发展规模仅为“十二五”

规划目标的不足一成。 

  据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统计，截至 2014年底，我国已

建成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85个，总装机 108万千瓦;在建项目 22个，筹建项

目 53个，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380万千瓦。总体上看，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

装机规模、能源系统占比、效率指标、普及程度等方面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

巨大差距。 

  分布式能源在国内所遭遇的所有问题的原罪是中国落后能源体制，尤其是电

力体制与油气体制不适应新兴能源利用方式的发展和应用。输入侧方面，燃料气

价与供气方式是影响成本与稳定运行的重要原因。除了一些基于工业园区的区域

式项目可获得较廉价的直供气外，多数项目尤其是楼宇式项目的供气价格和供气

方式被特许经营权下的城市燃气公司锁定，用户没有选择权也没有议价能力。输

出侧方面，旧有电力体制影响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成本摊薄，表现在就近供

电与售电难、被附加备用容量费等，计划电价、气价与市场热价也双侧挤压天然

气分布式能源的盈利空间。 

（来源：卓创资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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